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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鹿》

内容概要

《哨鹿》為西西創作生涯之第二部長篇小說，兼以傳統與現代的敘事技巧，深刻而廣大地處理了史實
與虛構激盪而出的時代人性，佈焗開闊而細緻，角色心理引人入勝，而其中藉以展現西西驚人的小說
藝術者，更有嚴謹以雙主線平衡發展，互為糾纏呼應的主線之結構，名批評家林以亮稱之為交響曲結
構，於此一端更超越了英人赫克斯雷（Aldous Huxley）三十年代所經營的長篇《對位法》云。
目次：
序
秋獮
行营
塞宴
木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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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鹿》

精彩短评

1、结构真好！！想到我手边还有很多西西没看就像贫农家藏了些余粮一般觉得有饿不死的安全感
2、第一遍完全读不下去，看图说话的腔调太重，历史与虚构的结合太生硬。第二遍终于读完，感觉
也没那么差，但终归野心与能力有差距。看来历史小说对女作家的确是道难题，尤瑟纳尔和曼特尔可
能除外，西西年轻时算是作了一次勇敢的失败尝试。
3、读《哨鹿》有对比较奇怪的感觉，一是表面上看借鉴了拉美小说的技巧，比如博尔赫斯短篇的特
点，延展的过程中却因人为的增补、罗列而失去了精练、成熟的小说特色；与此同时西西在乾隆和阿
木泰的叙事角度里重复一个主题，包括对蒙、回等多民族的思考，及极其细致的文字包裹，除却服务
小说的意图，隐约还有之外的意味。/不想在《我城》之后立刻读《哨鹿》，还是觉得《哨鹿》太刻意
，若作中篇，会比长篇好。
4、平行對照, 結構意念文字均出色.
5、小說反映了西西的豐富知識, 而故事構思也是好的. 
6、你从来没有想过，有一本小说可以像郎世宁的画卷般展开一个数百年之前的清人世界，西西总是
在用文字尝试无限的可能。”
7、苏州诚品
8、看着看着就吐了
9、2016-02-29
10、小說反映了西西的豐富知識, 而故事構思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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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鹿》

精彩书评

1、哎呀，又在读西西，洪范出版的二十余种作品，就快读完了，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这回是她与
何福仁的对话集《时间的话题》。“时间”真是小说创作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啊，时间如何开始、继续
、延宕、结束、平行、蒙太奇、与空间的关系、长短快慢、相对与绝对⋯⋯从技术上看全然是可乐的
、更何况放到小说文字中呢？他们聊起卡尔维诺的“时间零”，听起来很陌生？其实很生活化。小说
创作与人的生存体验息息相关，我们认真想想，又有哪些技术是凭空想出来的呢？“时间零”也是，
我们可以理解成人对某段回忆（过去）、幻想（未来）、在场（现在）某个点的放大，这个点之前的
事件到此中止，这个点之后的事件还未出现，胡斐那一刀到底砍下去没有，就是“时间零”的运用；
而对情节的穿插横逸，不是对即将出现的结局的人为改变吗？随着时间的推进，结局无可避免地到来
，线形的时间轴带来如此毫无意外的结局，我们做一条可逆的时间轴好不好？这回去承德避暑山庄，
带着《时间的话题》；虽然没有去围场，想的更多些的却是西西的《哨鹿》。《哨鹿》是西西的第二
部长篇小说，以康乾之时乾隆秋狝为大背景，写反清之士精心筹划的一出“刺乾”事件。西西还原历
史的本事可谓大矣，从京城圆明园一路写到行宫（避暑山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族、建
筑、地理、人文，都有涉及，多用中国画的多点中心技法，时间多向映射；叙事步步为营，皆有本可
查。“哨鹿”是满语“木兰”之意，皇帝狩猎时用八旗兵头带戴鹿头，在树林里口学鹿啼叫，引诱异
性；鹿出之则合围猎杀，称为“木兰围场”，是满汉语的混称。公元1681年清帝康熙为锻炼军队，在
承德北开辟狩猎场，每年秋季，举行一次军事色彩浓厚的狩猎活动，史称“木兰秋狝”。“秋狝”一
词，出自帝王外出打猎因应四时之变，春为“搜”、夏为“藐”、秋为“狝”、冬为“狩”。满族马
上得来天下，文治武功，实在与中原民族不同，钱穆先生大骂清帝部族专制、连皇权专制也说不上，
自然有他的视角，后世谁学得那样的学问，见山是山，也就是了；承德市中心火神庙十字路口即矗立
一尊铜制康熙出游像，我们一样照拍不误。反清之士的筹划真可谓精心曲折，驯良异族子弟（鄂伦春
族）哨鹿人生叛族心，拟用毒针射杀雌鹿，待乾帝猎杀后渴饮鹿血，必死之。却不料乾隆未带斑指，
一箭错杀哨鹿人，功败垂成。整个小说虽取名《哨鹿》，主线亦如此，对小说发展的推波助澜、结局
的设计却很现代，实验了很多现代小说的技法。比如“多调性”（“多声部”）的运用，写到乾隆时
，用乾隆的视角，写他批阅奏折的感想、对祖父康熙的怀念、对民众的想法；写到阿木泰时，用阿木
泰的视角，写他面临民族身份时的困惑、对以暴抗暴的思考、对父母的怀念，弱化了对故事的诸多推
进，在结局临近时反而岔出去突出描写斑指与和绅，虽然结局终于出现，短短一笔带过，这些技法和
“时间零”与对结局的逃避不是一脉相承吗？读《哨鹿》有一对儿比较奇怪的感觉，一个是表面上看
借鉴了拉美小说的技巧，比如博尔赫斯短篇的特点，延展的过程中却因人为的增补、罗列而失去了精
练、成熟的小说特色；与此同时西西在乾隆和阿木泰的叙事角度里重复一个主题，包括对蒙、回等多
民族的思考，及极其细致的文字包裹，除却服务小说的意图，隐约还有之外的意味。虽然西西在前言
里即说她是看图说话（哇，又是卡尔维诺的小说传统），仍觉太过刻意，若作中篇，会比长篇好。《
时间的话题》里，西西与何福仁谈《〈图特碑记〉、〈胡子有脸〉及其他》，说到一个作家不喜欢朋
友对自己作品敷衍的奉承，他说如果朋友真的喜欢自己的书，就摸摸右耳，如果不喜欢，就摸摸左耳
，如果不确定喜欢与否，就摸摸鼻子；这时候何福仁问西西，那你写的这么多书，有哪些是左耳的、
哪些是右耳的呢？西西说，以前写过的大部分是左耳的，包括《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感冒》、
《哨鹿》⋯⋯哈哈，作者和读者看待作品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也不知道西西对《哨鹿》批评的着眼点
在什么地方，上面说的只是我的看法。我们在避暑山庄游玩时，先从正门，也就是丽正门进入，看到
的是皇帝办公、休寝之地，然后坐车在山区上下起伏，这是皇帝狩猎之地；继而乘船在湖区游荡，也
在乾隆观月的“烟雨楼”前看荷赏风。《哨鹿》花了颇大的一个篇幅介绍避暑山庄的设计工艺，然而
更吸引我的，却是皇帝出紫禁城至热河行宫再达围场这一路的风景与旅途——那时出紫禁城北上到古
北口即要两天的时间，再由古北口北上热河行宫又要三天的行程，如果再北上围场，先在行宫休息半
个月；从围场返回，亦如此。《哨鹿》前半部用描写与叙事的方法介绍了这一路的旅程，文学里的时
间与现实里的时间相较大致可分为四种：描写（的时间）、叙事（的时间）、对白（的时间）和议论
（的时间），对白的时间最接近现实里的时间感觉，叙事的时间快，而描写的时间慢；如何再现一个
属于工业时代之前的时间感觉——出城到热河行宫需要5天的时间——只好用描写的方法，以文字为
据在阅读的时间段里虚拟出不再可以感受的时间观念，还原历史的脚步。我们在避暑山庄待了四个小
时的时间，尤其在山区凭借电瓶车一个小时走完了人与马可能需要几天才能完成的旅程。如果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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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鹿》

脚步无法还原，我们试图用自己的脚感受几百年的渐进与时间。07/21、2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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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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